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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把一个民族比作一颗星星!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繁星满天

的世界"当今世界上有约
!"""

个民族!分布在
#""

多个国家和地区!

绝大多数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"中国也是同样!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

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"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!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

各族人民密切往来#交流融合#团结奋斗#休戚与共!形成了一个伟

大的强盛的中华民族大家庭!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美好河山!共同推动

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"

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!有
$%

个成员!其中有
$$

个是少数民

族"新中国成立以来!少数民族人口一直持续增长"

&'$!

年第一次全

国人口普查时!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
!$!#

万人!占全国总人口的

%(&)

"

#"&"

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!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达到

了
&(&*

亿!几乎是
&'$!

年的
!

倍!占到了全国
&!(*

亿人口的

+($)

"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较大!如壮族有
&%'!

万人!回族

&"$'

万人!满族
&"!'

万人!维吾尔族
&"",

万人!而赫哲族只有
$!$*

人!塔塔尔族
!$$%

人!独龙族
%'!"

人"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

大散居#小聚居#交错杂居的特点"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!少数

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$许多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!又散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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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全国各地"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地广人稀!资源富集"少数民

族地区的草原面积!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!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

量!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"全国
#(#

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

&('

万公里在民族地区"全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民族地区占

到
+$)

以上!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"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经济#社

会#文化的发展有着本土性#多元性#多样性的特点!五彩缤纷!丰

富多彩"

要全面认识中华民族!就要从认识每一个民族开始"正是从这个

理念出发!我们编写了这套 %中国少数民族人口&大型系列丛书!力

图从历史#文化#经济#社会等各个方面!用准确#科学#生动的语

言!全方位描述和展现各少数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现状!编织出一

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'全家福("

编写这样一套大型系列丛书!难度非同一般"几经论证和深入研

讨!最终形成了编写大纲!这套丛书各个分卷的作者绝大多数由少数

民族作家担任!他们不仅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!而且对本民族

有深厚的感情"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#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出

版社的大力支持下!作者们历经数年!几易其稿!终成此书"值此丛

书出版之际!我们衷心地祈愿这幅 '全家福(能为民族的交流和团

结!为中国的文化建设!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!作出一份微薄

的贡献"

翟振武
#"&#

年
$

月于北京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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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　述

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诗曰：“江南千条水，云贵万重山。”

云贵高原，群山耸峙，万壑纵横，河流密布。这里自然条件复杂，

地质地貌独特，生态类型多样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喀斯特地区。在

它的河谷、坝子、丘陵地带，悠悠青山、层层梯田间，生活着一个像

水一样的朴实、水一样的沉静、水一样的透明、水一样的温柔敦厚的

民族，她就是布依族。

布依族是我国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，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

室、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 《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》显

示，２０１０年，全国布依族总人口为２８７万人，其中男性为１４５．５７万

人、女性为１４１．４３万人，在１８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中居第１１

位。主要居住在贵州，人口２５１万，占布依族总人口的８７．４６％。集中

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、安顺市、

贵阳市、六盘水市、毕节市、遵义市、铜仁市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

州等地，其余的分布在云南、四川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五省和广西壮

族自治区等地区。贵州、云南和四川三省的布依族为世居民族。

布依族历史悠久，自古居住在云贵高原的南北盘江、红水河流域

及其以北的地区，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。布依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

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水城人、穿洞人、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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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类等。近年来，通过对贵州出土文物的分析，专家们认为，在布

依族的分布区内，目前贵州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水城人、穿

洞人、猫猫洞人，其文化特征与安龙观音洞古文化、七星洞文化相同，

而且六枝的桃花洞、盘县的大洞、惠水的清水苑大洞、广顺的神仙洞

等也都有类似的石器出土。同样，在布依族地区飞虎山新石器时代文

化遗址中发掘出的肩石斧、段石锛、石越和几何印陶纹等，在贵州省

其他地区考古发掘中也都有为数众多的发现，它们都具有江南出土石

器的特点，属典型的古越人文化特征。这说明现今布依族聚居区内与

江南一带有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存，布依族作为越人的后裔，其先民

与这些文化的创造有直接的关系。

布依族是 “百越”的后裔，其先民是西南地区的越人，也属西南

夷的一个主要部分。历史上， “百越”、 “西南夷”都是泛称。秦汉时

期，黄河流域称为中原，长江以南称为越 （粤）地，越地的人们总称

为 “越人”，蜀郡西南，即今川西南、云南、贵州及广西的各民族称为

“西南夷”。春秋时期，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的越人建立牂牁、不庚两

国。后夜郎取代了牂牁，不庚分为且兰和毋敛。夜郎国时，越人与濮

人融合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。故有些汉文献用 “骆越”、“夷越”、“濮

越”来称谓西南地区的越人。魏晋以后，在汉文献史籍中，濮越 （夷

越）的称谓被 “俚僚”的称谓取代。唐宋时期， “俚僚”被称为 “蕃

蛮”。元代，被称为 “仲家蛮”、 “仲家”。明清时期，除了 “仲家”的

称谓外，布依族还被称为 “仲苗”、 “夷家”、 “夷族”、 “侬家”、 “龙

家”、“土人”、“水家”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通过民族识别工作，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４日，贵州省人

民政府邀请全省的布依族代表在省民委召开 “仲家 （布依族）更正民

族名称会议”，讨论通过使用 “布依”这一民族自称的称谓作为族称，

并经国务院批准，统一命名为布依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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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　述　

布依，这个水一样静静流淌的民族，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，正如

一条河流经不同的河段都有其不同的称谓。但无论称谓如何变化，水

一样温柔敦厚的性情，作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精神始终没有变化。

而且历史上这么多的不同称谓，其实变化的都是他者对布依称谓的改

变，作为布依族的自称 “濮越”——— “布依”却始终没有更改过。

民族文化学者认为：流衍大化，百越的很多支系都有了巨大的改

变，唯一忠实地继承了 “百越”这个族称的，就是布依。

布依，这个水一样温柔敦厚的民族，总是以秉承农耕文明始终如

一的温和性情，保持着一种厚道与温文尔雅。水一样的民族，总是以

稻谷寻找耕地的文化方式发展着、进步着，总是和平地、默默地，像

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地坚守阳光下的家园。

布依，这个水一样静静流淌的民族，就这样以其独特的方式生活

在贵州高原的山水田园之间，而这些恰恰是贵州高原最美丽的地方，

譬如，黄果树、花溪、龙宫、红枫湖、万峰林、马岭河、双乳峰、茂

兰等。

黄果树瀑布　 （花建敏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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